
1 电视娱乐节目的产生背景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民大众的精神家园，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已成为当今中国人的热切期

盼和愿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十分

活跃，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改革开放后物质生

活的改善和提升，人们对电视文化的依赖性越来越

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电视节目。在观看电视节目

时，人们一方面比较关注国情时事类节目，因为它

直接关系到自己生存发展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需

要寻求一种轻松的娱乐方式，因为它可以缓解人们

内心的压力，所以，新闻类和娱乐性节目在信息社

会和传媒时代备受百姓青睐，成为电视节目的两道

“主餐”，其中娱乐性更受关注和喜爱。

娱乐节目作为电视节目中最活跃的形式之一，

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例如轻松、幽默、活跃，为此很

有观众缘，屡创收视新高。虽然观众是一个广泛多

元的群体，年龄有差异，男女性别有差异，学历职称

有差异，工作经历和职业有差异，但都不约而同的

认可娱乐节目。为什么？是因为观众可以从娱乐

节目中，体验愉快，身心放松，精神刺激，心无旁鹜，

毫无负担，且受到教育。在电视娱乐节目中，现场

观众亲身参与，而场外观众也通过主持人的引导和

现场氛围的感染，大有身临其境之感，将摆脱压抑

的心境与追求快乐的天性完全释放出来。总之，电

视娱乐节目在改革开放后的信息社会和传媒时代

的大背景下产生，打造文化精品，推进品牌经济，公

众的话语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

神。

《快乐大本营》是湖南电视台于1997年7月推

出的综艺性娱乐节目，发展至今已取得了成功，在

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它以题材的新颖性，风格

的清新性，内容的新奇性，形式的多样性，出现在观

众面前，既注重知识和趣味的结合，又不失低俗和

“恶搞”。引导观众参与并步入崭新的视听空间，既

有搞笑的“快乐传真”，又有惊险刺激的“火线冲

击”，还有喜闻乐见经典游戏。作为娱乐节目创新

的成功案例，它引发了“湖南电视现象”，开创了中

国内地电视娱乐的新局面，为湖南卫视“快乐中国”

的成功定位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新型综艺节目的

创建与娱乐节目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创新经

验。

2 电视娱乐节目突破了传统文化功能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湖南电视台推出的《快

乐大本营》为典型的综艺娱乐节目获得了观众前所

未有的关切和喜爱，电视娱乐节目品牌也不断涌

现，探究其出现的必然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1）

从客观上看，主要是由于湖湘地域文化特征的历史

影响以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有了

较大改善，闲暇时间比较充裕，对娱乐消费文化的

需求急剧增加；（2）从主观上看，则主要是电视娱乐

节目创作者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顺应了当

今大众文化消费发展趋势，满足了人们对娱乐文化

的需求。

《快乐大本营》与传统综艺节目中娱乐因素的

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以满足大众精神消费欲望来

盈利的大众娱乐文化，对娱乐性结构传统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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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综艺节目教育、导向作用的结构及严肃审美基

调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纵观《快乐大本营》这个电视娱乐节目的典范，

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特色和优势，在许多方面对传统

文化节目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一是题材新颖，内容

极为丰富，可谓老少皆宜；二是主持人的作用和功

能发挥极好，作为现场的协调者，主持人与观众、演

员、编导等等密切配合，相互合作；三是传递快乐至

上的娱乐精神，把文化、文明、道德以娱乐的形式表

现出来，观众参与，观众为主体，为普通民众和草根

团体搭建了展现平台，并从中分享快乐；四是推出

搞笑不断，惊险刺激，喜闻乐见的游戏节目，而且观

众互动性极强。

3 电视娱乐节目风格得以全面提升
电视娱乐观念的确立，更多的是对传统电视观

念的突破，真正发现了电视本身具有的传播特性。

从而意识到娱乐是人们生活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但

是在中国电视长期发展进程中，娱乐节目却始终没

有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宣传、

教育观念和人们文明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传

统的电视节目构成中，不能说完全没有娱乐元素的

内容，但是大量的娱乐元素和内容并不是以独立的

节目形式呈现出来的，是依附于教育，如文艺、综艺

及专题类节目。过去由于过多地强调电视传媒的

宣传教化功能，使得娱乐元素和内容很难相对独立

和比较纯粹地呈现在电视荧幕上，因此，相对独立

和纯粹的娱乐节目在他们观念深层的认同也需要

时间的推移。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文化领域建设发生着深

刻的变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备了许多有

利的条件。在此时代背景下，电视娱乐节目的探索

已在多家主流媒体中进行，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并

没有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1997年《快乐大本营》

播出后，使人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纯粹和独立的电视

娱乐节目。一时间，冠以“快乐”名称的电视娱乐节

目在各种主流电视媒体中纷纷亮相，使得中国电视

的娱乐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

娱乐节目使电视特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在近乎

面对面的交流活动中把天南地北的观众凝结在一

起，特别是娱乐节目中明星出场，使观众可以获得

窥视明星生活状态的心理满足和时尚信息，满足了

人们深层次娱乐的心理需求，使之产生强烈共振；

满足了社会经济转型期人们特定精神文化需求，娱

乐节目中多彩的趣味性和一定的知识性可以调动

更多观众的参与。电视娱乐节目就是在这样的需

求和改革大潮中迅猛发展起来的，电视媒体以全新

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为此人们对于电视娱乐

节目有了新的理解、认识和包容，并积极参与。

《快乐大本营》在中国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下应运而生，并且是湖南卫视推出来一直保持的王

牌娱乐节目之一，在观众中引起反响，并以其独特的

风格，迅速占领中国电视市场的周末黄金时段。有

专家及媒体称之为中国的“快乐旋风”，并引发电视

界“综艺变革”，可以说，因为《快乐大本营》的出现，

在其带动下，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电视台的呼应，从

而标志着电视节目“娱乐时代”的来临与形成。

4 电视娱乐节目内涵得以全面提升
当今社会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娱乐节目

如潮水般淹没了观众的眼球，但《快乐大本营》一直

保持较高的评价和收视率。有的电视台的娱乐节

目为了扩大影响力，提高收视率，提升知名度，以及

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想方设法一味的迎合观众的

口味和需求，甚至出现一些低俗的节目，产生了一

些负面的影响。因此，提升电视娱乐节目的文化内

涵，宏扬高尚、文明、优良的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把娱乐性和健康性有机结合起来，

是目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问

题。实事求是地讲，娱乐节目为了适应市场的趋势

和动向，加入一些吸引观众的元素，丰富观众感兴

趣的内容，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是无可厚非

的。但是如果把电视娱乐节目，误视为“娱乐无极

限”“恶俗”“恶搞”，使电视娱乐节目走向误区，误入

电视节目的低俗化，则就违背了娱乐节目的本质内

涵，文化品味和社会责任。《快乐大本营》在张扬个

性风格的同时也力求拓展栏目的文化内涵，尽力注

入人文精神，尽力冲淡节目本身的商业气息，力求

把大众文化消费与人文精神内涵的现实性结合推

向高潮，保持节目的文化品位，担当娱乐的社会责

任等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是值得称道的。观众的

娱乐追求既有传统情感的成分，也与当下主流意识

形态的文化精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把握好

观众的情感追求，以美引善，才可能达到传统情感

与主流文化的娱乐性整合的目的，从而提升节目的

文化品位。

另外，纵观现行电视娱乐节目，一些电视台播

放的娱乐性栏目，大同小异的节目内容，千篇一律

的节目形式，一些电视娱乐节目缺乏创新、缺乏潜

在的正能量，同质化严重、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因

而，节目因为过于泛滥及“不认同”“不参与”而走向

衰败，这也合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法则。相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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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大本营》长期保持较好收视率，探其原因，不难发

现“创新”是该栏目的制胜法宝。创新就是干前人

没有干过的事情，或者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又有新的

创造，敢于标新立异，超越自我。电视节目的创新

总的来说有三种。一是，对已有品牌栏目在不改变

总体风格、品位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更加符合当下

特定受众群体需求的变革。二是，善于捕捉市场空

白，制作各类人心中所有、荧幕所无的令人耳目一

新的栏目。三是，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

会生活的发展规律，高瞻远瞩，创新推出具有极强

预见和引导色彩的电视节目，真正发挥电视媒介的

特殊功能，培育自己受众市场的同时，起到教育人、

培育人、影响人、改变人的积极作用，变被动反映社

会生活而为主动介入对社会生活的改造，这是真正

意义上的创新，也是一家电视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的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快乐大本营》作为中国电视娱乐节

目的典范，发展至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国内享

有较高的知名度，其节目以新颖的题材、清新的风

格、多样的形式而出现，注重知识性、教育性、趣味

性和参与性的结合，主持人的功能、作用发挥得淋

漓尽致，使电视娱乐节目的风格和文化内涵得到全

面提升，在张扬个性风格的同时，保持栏目的文化

内涵，成功地改变了“精品=严肃”的传统模式，成为

国内电视节目的精品，也代表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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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dency of Chinese Entertainment TV Programs

——Based on Hunan Satellite TV’s Happy Camp

XIA Li-wei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Abstract: China is entering a brand-new era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This article is from root to digging the

truth that how to transform our entertainment TV shows to the outstanding media culture and vital media based brand

economy. Hunan Satellite TV’s happy camp has successfully changed“quality = serious”this fixed mode and brings

the audiences laughter. At the same time, its relaxed and happy TV programs become a cultural boutique. Its way of

using unique creation to combine TV program; to express inimitable social value; to build healthy atmosphere are

worth to study and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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